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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甄别疑似“套路贷”虚假诉讼案件，也能对

刑事“同案不同判”的情况进行识别，还能发现刑

事案件中的证据漏洞……近日，在“第三届法律大

数据研究与应用研讨会”中，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审

判、智能庭审的威力正在显现。

“同案不同判”系统助统
一裁判尺度

案情大致相同的案子，如何避免判决悬殊过

大？目前，东南大学等组织研发的“刑事同案不同

判预警系统”已经在江苏部分法院试点应用。

“在训练人工智能之前，它对量刑一无所知。

这就必须先对常见的刑事案由，例如盗窃罪、抢夺

罪等进行情节解构，建立每种案由的知识体系。

这个知识体系告诉人工智能，盗窃罪需要关注每

个案件的盗窃金额、盗窃次数、盗窃场所等，并借

助自然语义理解技术，对常见罪名进行抽取。”东

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禄生介绍，这相当于给每

个案件都打上了详细的标签。

比如 A 案件是盗窃 5000 元、有自首情节，B

案 件 是 盗 窃 1 万

元、入室盗窃还是

累 犯 。“ 当 我 们 抽

取 案 件 的 数 量 足

够多，比如达到数

十 万 甚 至 数 百 万

的量级，就可以形

成特定罪名、特定

情 节 组 合 与 量 刑

结果之间的关系，

由 此 就 可 以 训 练

出 不 同 罪 名 的 量

刑 模 型 。”王 禄 生

说，当法官在判处

一个新的案件时，

“同案不同判预警

系统”就可以给出

在 办 案 件 类 似 情

节案件的量刑推荐，供法官决策参考，从而避免

与既有判决明显的偏离。这就在正式判决之前

起到了一定的预警作用。

智能预警疑似“套路贷”
虚假诉讼
“套路贷”虚假诉讼通常披着民间借贷外衣，

作案手法隐蔽、证据组织完备，被害人不敢出庭或

抗辩，导致违法事实难以被发现和认定。

“我们在‘套路贷’虚假诉讼智能预警系统中

通过构建‘套路贷’虚假诉讼智能算法模型，从当

事人和案件两个维度，设置案件信息、当事人信

息、证据信息、涉公安信息、市场监督管理等信息，

建立 36个‘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点，通过自然语

言分析技术，对有关文书进行语义切片处理，在切

片段落中抽取相关语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管理与信息技术处副处长邢斌说，经过机器训

练的要素匹配算法模型，自动给被抽取的语义标

注正负向要素标签，再与各类有关结构化数据关

联碰撞后作为数据源，输入依据信用评分模型思

想构建的案件风险评分模型。

通过对结果数据归一化处理，系统得出案

件“套路贷”风险概率，一键生成评估报告。同

时，系统还可以基于大数据分析，对“套路贷”

案件和人员进行可视化画像分析，锁定风险人

员，形成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据介绍，下一

步，该技术还将用于离婚析产、以物抵债、劳动

争议、公司分立（合并）、企业破产等虚假诉讼

的识别和预警。

快速识别出卷宗中的瑕
疵和矛盾点
“刑法第六条”“打开证人的询问笔录”“打开

案发现场视频”……随着指令的发出，“智慧法庭

的智·真系统”实时将法条、图文信息和视频推送

到屏幕上。法官可以实时查看书记员的笔录操作

并进行批注；举证方、质证方语音唤醒展示证据

后，还可在显示屏上对展示的证据同步标绘质证。

以往，检察官、法官在审查案件时，需要逐页

梳理案件卷宗，该系统利用 OCR 识别技术，将图

片化的文档转化为可以编辑的篇章，再通过语义

分析技术，提取案件关键要素，辅助检察官、法官

快速梳理案情。

同时，系统还能帮助法官快速识别出卷宗中

存在的瑕疵和矛盾点。例如，发现讯问笔录中，同

一个被讯问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或者杀人案

中没有死亡证明，系统可以自动预警，并提示检察

官和法官。“通过制定证据标准和证据规则模型，

系统还能辅助判断证据链中是否有瑕疵、逻辑矛

盾。例如可以将嫌疑人在多份笔录中对同类问题

的回答统一筛选出来，再由办案人员分析嫌疑人

的回答是否前后一致。”科大讯飞政法 BG 咨询总

监孙继超说。

此外，系统针对每一类刑事案件罪名制定了

“逮捕条件审查模型”，通过该系统，办案民警和检

察官能够快速识别该案件中的嫌疑人是否符合逮

捕条件，如果不符合，系统还可以判断存在哪些瑕

疵或缺失哪些证据材料。

看AI“法官”一键揭开套路贷虚假诉讼外衣
金 凤

由炫到实由炫到实
人工智能转型还要扎根产业需求人工智能转型还要扎根产业需求
本报记者 崔 爽

从唱歌跳舞、泼墨挥毫到操作锅炉、管控航

班……2019 年，寻找实际的落地场景成为人工

智能的核心要义。少了几分炫酷，多了几分低

调，人工智能更接地气了。

在刚刚过去的2019杭州云栖大会上，“产业”

成为高频词，不同于熟悉的衣食住行领域，航空、

钢铁、石化、水泥……从大到小，从老到新，和产业

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重要场

景。与会专家普遍谈到，产业AI将会创造巨大的

新价值，甚至会指引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方向。

产业 AI，顾名思义是在具体的一个个产业

里发挥作用的 AI技术和产品，和我们常说的 AI

赋能传统行业相似。但与 AI 赋能行业不同的

是，AI 赋能传统行业往往设想的是以 AI 为主

体，来实现某个领域的固有功能。而产业 AI，则

要求能够与传统产业无缝结合，推助产业核心

部类向前发展，并且深度的产业 AI 必然指向复

杂的行业限制和真实需求。

探迹科技 CEO 黎展曾表示，要想解决产业

问题，AI必须具备三方面基础能力。一是数据规

整能力，AI必须综合各方面信息和实时变化的数

据流，随时做出统领全局的最优解。二是简单易

用体验，想做产业 AI，必须是人机协同的工作模

式，但是人机如何协同，如何在缩减人的工作时

间、提高人的工作效率之外，不会产生大量学习

成本和适应成本是关键问题。三是持续进化能

力，如果产业AI不能进化，工作需求一旦变更，AI

就变成废铁一块，那确实不要也罢。

要实现对于现实需求的灵活应对，就需要

对 AI 模型进行大量训练，而标准化数据是训

练的基础。产业是数据聚集的富矿，阿里云智

能计算平台事业部总经理、高级研究员贾扬清

表示，由于深度学习的发展，更多的数据往往

能带来更好的性能，“见多识广这句话在深度

学习领域一点都不假。”更为核心的是，数据有

着非常高的复杂性，在不同行业场景中表现得

尤其明显。

“产业中有需求、有数据、有应用场景。”阿

里云副总裁、产品与解决方案管理部总经理马

劲同样表示。他强调，“只有产业给我们提出明

确的需求，AI 才有改进的方向。同样产业里面

有真实的数据，可以建立更好的模型。加上云

计算可以提供更强的计算能力，同时不断降低

计算的成本。通过算法、算力、数据三者不断的

结合，AI慢慢地在一个一个的产业实践当中，一

点一点带来价值。”

不能适应需求的AI就像废铁一块

“数字经济对中国 GDP 增长的贡献率连续

5年超过 50%，2018年这一数字高达 67.9%，我们

正处在数字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阿里云智能

总裁张建锋在 2019杭州云栖大会上说。但他同

时表示，今天数据的增长率、规模，包括支撑数

据的处理能力都还处于爆发的前夕，如果说以

前的互联网红利都来自消费互联网，那今后更

大的需求一定来自产业实践。

“我们以瀚蓝垃圾焚烧项目为例，通过把熟

练工人的经验和数据相结合，构建模型，能够以

人工智能辅助人工的方式去操作锅炉，可以把

锅炉的燃烧稳定性提高 23%，实实在在为企业

创造了效益。另外，以往工人平均每 4个小时要

操作 30次，现在只需要操作 6次，从而大幅度降

低工人的劳动强度。”阿里云智能副总裁、数据

智能事业部总经理曾震宇说。

“产业AI正在帮助各行各业进行智能化的转

型。更重要的是产业AI在各行各业创造了丰富多

智能化转型为企业提质增效

大会上，AI推理芯片含光 800首度亮相——

每秒处理 78000 张图片，一个含光 800 的算力相

当于 10 个 GPU。而其背后是在自然语言处理、

智能语音、视觉计算等领域算法的 40 多项世界

第一的科技成果支撑。这些进展无不说明，越

是在 AI+架起高楼的时代，越不能忽视硬件、底

层技术、通用 AI技术和平台这些“地基”。

马劲解释道，在 AI芯片、边缘计算等基础层

之上，才是为开发者提供入口和能力的平台层，

以及更上层的 AI服务和产业。“我们把视频的算

法、文字的算法、语音的算法、自动驾驶的算法

等训练出来。变成原子化的服务，可以在产业

实践当中快速的组合成新的应用。推动 AI 落

地，实现产业的价值。”

日前爱思唯尔发布的《人工智能：知识的创

造、转移与应用》报告显示，与国际相比，中国

90%的人工智能研究来自学术界，企业的贡献相

对较小，仅占 3%。

“中国目前研究瞄准有商业应用前景、好落

地的产业方向，有超过 60%的 AI 创业公司都聚

焦于计算机视觉，研发多是应用驱动。一方面，

我们有更大的用户基数，积累了海量数据，在人

脸识别、语音识别、文字识别等应用场景驱动的

应用基础研究走在前列；但另一方面，客观来

说，基础研究离顶尖国家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新

概念高被引论文数量并不多，鲜有原创性引领

性的重大影响力成果。”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

能技术学院教授孙哲南曾公开表示。

人工智能是融合了数学、统计学、概率、逻

辑、伦理等多学科于一身的复杂系统。算法是其

最为核心的底层技术之一。如何让计算机能像

人类一样进行思考，如同人一样利用现有的知识

进行学习并实现合乎逻辑的推理，是人工智能算

法试图实现的目标。华先胜即表示，要想让视觉

智能真正在实战中规模化产生核心价值，首要秘

诀还是“深研算法”，进而深挖效率、深入产业。

底层技术始终是角逐主战场

彩的可能性，它是数字经济的新动能。”曾震宇说。

在航空领域，据大会消息，萧山机场也将使

用人工智能的调度能力，可以实现有效管控航

班起降、上下客、行李搬运、加油、餐配、检修、保

洁等各个环节。而到了工业领域，通过对工业

流程的单点智能、局部智能、全局智能的优化升

级，能够在钢铁、环保、光伏、橡胶等行业提升效

率、降低成本。

“要让人工智能落到实处必须深入产业，我

们在产业当中深研算法、深挖效率，让智能成为

产业，为产业创造不可替代的价值。”视觉计算

专家华先胜说。

近日，据环球科学报道，波士顿动力公司通过两条 YouTube 视

频，宣布了两项进展：双足人形机器人 Atlas 继后空翻、跑酷后，又解

锁了新姿势；而多功能四足机器人 Spot 更进一步，在官网上正式出

售。功能如此强大的机器人，你想来一个吗？

此前屡次“亮瞎”围观者的双足人形机器人 Atlas，又演化出了令

人瞠目结舌的新姿势。

在这段不到 1分钟的视频中，Atlas表演了一套精彩的自由体操。

自从 2013年被推出后，Atlas就多次升级，进化出更加强大、接近

人类的运动能力。2017年，波士顿动力发布了 Atlas在不同高度的箱

子之间跳跃、旋转，并完成标准后空翻的视频。仅仅半年后，Atlas就

升级成跑酷运动员：不仅能单脚跳跃跨过障碍物，还能在高台间跳跃

穿梭，如履平地。

而在这段最新视频中，Atlas 展现出良好的连贯性，能实现两个

动作的无缝衔接。以前空翻接 180°原地转体为例，Atlas 完成前空

翻后，显然具有向前的动量，但它能立即做出下一个原地的动作，而

没有失去平衡。

波士顿动力公司表示，他们通过一套最优算法，将所有动作转换

成动力学上可行的参照动作。此外，他们使用了“模型预测控制”，实

现相邻动作之间的顺畅衔接。

另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在于，人形机器人的背部有着密集的机

械器件与电路，但当 Atlas背部着地、完全前滚翻时，其器件没有被压

坏，或是缠绕在一起。

要说美中不足的地方，是目前Atlas还做不到万无一失。波士顿动

力公司在视频介绍中称，Atlas完成这套动作的成功率在80%上下。不

过相比于很多一个前空翻都做不了的人类，Atlas已经很优秀了。

尽管已经经历了多轮进化，但 Atlas 目前仍然是实验室的产物，

尚未投入商用。更加令人好奇的，是 Atlas最终的应用场景。Atlas最

初由美国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资助研究，因此最初设

想的应用场景是在战场上执行搜救任务。但此后，在 2013 年，波士

顿动力被谷歌母公司 Alphabet收购；2017 年，Alphabet又将其出售给

日本软银公司。因此，Atlas 最终将用于家庭生活中还是战场上，目

前依旧成谜。

翻跟头+空中劈叉

机器人都能当体操运动员了！

准备原地倒立

接下来就是一个前滚翻接前空翻，再接原地转体180°

“城市大脑”“新零售”“新制造”……举办 10

年来，云栖大会创造了一个个热词、风口，今年

的风向标无疑指向“数字经济”。2019云栖大会

的聚焦数字经济核心议题，从商业、技术、金融

等视角，全面解读数字经济催生的无限机遇。

身处数据“大爆炸”时代，数据摇身一变成

为核心资源和生产资料。“在数字经济时代，大

数据是石油，而算力是引擎。”与会专家认为，

“数”和“智”是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两个关键

元素，两者有效结合才能凝聚数字经济发展的

蓬勃动力。数据和应用做深度融合，才能构建

很多行业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才能去

畅想，才能有未来。没有这个基础，今后面向数

字经济的条件都不具备。

数据与算力融合驱动数字经济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近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开航，结合“5G+人工智能”技术的

“东航智慧出行集成服务系统”（以下简称智慧服务系统）也正式落地

该机场，助力乘机全流程实现“无纸化出行”。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智慧服务系统应用的“黑科技”包括了“刷

脸”登机一体机设备、AR眼镜旅客识别、智慧航显等。

旅客来到刷脸登机一体机前，系统连续识别旅客并提示座位

号，已识别的旅客在屏幕上弹出提示并保留一段时间，旅客不需出

示“机票”及任何身份证件即可完成登机。在航显屏前，旅客“刷

脸”就能自动识别到预订的航班信息，并显示旅客当前位置，指引

旅客迅速找到最近登机口位置，大大提高旅客机场服务效率和体

验。在 VIP 厅，工作人员佩戴 AR 眼镜识别旅客，便于及时提供高

度定制化服务。

云从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智慧出行集成服务系统以人工智能

技术与人机协同平台为基础，关键核心算法识别的时间已从 20秒减

少为 1 秒，加快了安检速率，同时验证准确度，机器人脸识别率达到

99.9%，远高于人眼的 75%左右的识别率。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作为一个不需要“机票”的机场，还提供了机

场的自助托运、RFID 全程流程行李信息识别等功能，让旅客享受到

最新潮的“无纸化出行”体验。 （记者雍黎）

刷脸登机、AR识别旅客

智慧服务系统打造“无票”机场

情报所


